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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摘要 

 年内第六次加息表明，在“美联储降息”和“国内通胀压力”之间，央行把

国内通胀问题看得更重。此次加息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除活期存款利率下

调外，其余存款期限越长，利率上调幅度越小。央行解释说，这样调整有利

于引导居民等各类经济主体更多地存放短期定期存款，较快地得到更多的收

益，提高应对物价上涨的能力。二是贷款利率上调幅度较小，主要是为了减

轻年内五次加息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同时，五年以上贷款利率不做调

整，能减轻加息对购房者以及银行房地产贷款的影响。三是不对称加息使作

为基准利率的一年期存贷款利差缩小，理论上来说有利于抑制商业银行贷款

冲动。但由于目前活期存款在银行存款中占比高达 40%以上，其利率的下调

使此次不对称加息对银行存贷利差的影响小了很多。另外，一年期存款利率

上调 27 个基点，“负利率”现象进一步得到缓解，能稳定居民通胀预期。 

 本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明年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从今

年的情况看，6 次加息，10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处于

一种从紧的状态。同时，这些政策的累积效应在逐渐显现。那么明年货币政

策从表述上说“从紧”，但具体政策出台的力度和频率可能比不上今年。从

目前的情况看，明年货币政策更倾向于从控制贷款的角度对经济进行调控。 

 央行年内再次启动特种存款，表明央行回笼流动性的手段更趋多元化。通过

特种存款方式，锁定公开市场操作和定向央票未涉及到的“死角”，可以较

大力度的抑制特定金融机构的放贷冲动。 

 由于年底前无新股发行，本周央行明显加大了回笼流动性的力度。本周共进

行 5 次正回购操作，创下了单周正回购操作次数的最高纪录，净回笼资金

1120 亿元，创本季度最大单周净回笼量。下周有 680 亿央票、930 亿正回购

到期，但考虑到下周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缴款以及下周四开办特种存款，央

行下周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可能较为温柔。本周二、周四央行均进行了 7 天正

回购操作，正是为了缓解存款准备金率缴款以及开办特种存款时市场利率出

现较大幅度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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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宏观要闻 

央行年内第六次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 12 月 20 号晚间发布公告称，决定从 2007 年 12 月 21 日起调整金融机

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 3.87%提高到 4.14%，上调

0.27 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 7.29%提高到 7.47%，上调 0.18 个百

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 

 央行年内第六次加息表明，在“美联储降息中美利差缩小”和“国内通货

膨胀压力”之间，央行把国内通胀问题看得更重。与前五次相比，年内第

六次加息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各期限存款利率调整幅度不一。除活期存款利率 5 年来首次下调，由

现行的 0.81%下调 19 个基点至 0.72%外，其余各期限存款出现期限越

长，上调幅度越小的特点。其中，3 个月存款利率上调 45 个基点，半年

期存款利率上调 36 个基点，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调 27 个基点，二至五年期

存款利率上调 18 个基点，五年及以上存款利率上调 9 个基点。央行对此

的解释是，由于活期存款的主要功能是用于即期支付结算，上述调整有利

于引导居民等各类经济主体更多地存放短期定期存款，在保持存款流动性

的同时，可以较快地得到更多的收益，提高应对物价上涨的能力。可以看

到，央行并不希望用“加息”使中长期储蓄从股市回流，而只是通过向短

期存款支付利息对短期物价上涨做出补偿。 

 另外，此次下调活期存款利率加大了短期资金的炒作成本，能有效缓解今

年来愈发严重的储蓄存款“活化”现象，避免资金在不同市场间流动造成

冲击。 

 二是贷款利率上调幅度较小。其中，一年期贷款利率上调 18 个基点，六

个月、二至五年贷款利率上调 9 个基点，五年以上贷款利率不做调整。主

要是为了减轻年内五次加息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此前，由于生产资料

价格不断上涨，贷款成本不断增加，物价高企使得内需难以启动，部分中

小企业已经出现了经营困难。此次贷款利率仅小幅上升可以减轻加息对实

体经济带来的冲击。另外，对于自住型的购房者来说，其月还款额将从明

年 1 月起开始上调，年内 5 次加息对购房者形成较大的经济压力。央行在

出台第二套房贷细则的同时保持五年以上贷款利率不变，能减轻加息对自

住型购房者的影响，稳定社会情绪。同时，在目前住房贷款在银行贷款中

占较大份额的背景下，持续加息使银行贷款坏账增加、提前还贷等风险加

大，五年以上贷款不加息也是对银行及其近年改革成果的一种保护。 

 三是不对称加息使作为基准利率的一年期存贷款利差进一步缩小。此次一

年期存款利率上调 27 个基点，至 4.14%，使“负利率”现象进一步得到

缓解，有利于稳定居民通胀预期。而一年期贷款利率仅上升 18 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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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47%。作为基准利率的一年期存贷款利差进一步缩小，理论上来说有

利率抑制商业银行贷款冲动。但由于目前活期存款在银行存款中的比例高

达 40%以上，活期存款利率的降低使此次不对称加息对银行存贷利差的影

响小了很多。 

 本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明年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这

是 10 多年来我国首次提出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此前的提法一直是稳

健和稳中从紧。从今年的情况看，6 次加息，10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年

内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从紧的状态。同时，这些调控政策的累积

效应在逐渐显现。而央行此次加息更倾向于对短期利率做出补偿，或表明

央行对通胀时间的判断更趋向于短期。那么明年货币政策从表述上说“从

紧”但具体政策出台的力度和频率可能比不上今年。从目前的情况看，明

年货币政策更倾向于从控制贷款的角度对经济进行调控。 

央行再次启动特种存款 

央行决定，在本月 27 日再次开办特种存款，期限为 3 个月期和 1 年期，年利率分别

为 3.37%和 3.99%。开办对象主要是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以外的部分农信社和城商行

等金融机构，采取自愿申报额度的方式。 

此前，今年 10 月 23 日，央行重启了 20 年未用过的特种存款，以吸收城商行及农信

社的流动性。 

 央行年内再次启动特种存款，表明央行回笼流动性的手段更趋多元化。与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相比，特种存款更具有针对性。因为上

调存款准备金率是针对所有金融机构，而公开市场操作是针对一级市场公

开交易商。从目前信贷增长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格局看，今年以来各农村

信用社存款增长很快，贷款规模迅速增长。同时，城市商业银行因承担着

城市建设融资的重任，贷款冲劲较强，推动了信贷过快增长。通过特种存

款方式，锁定公开市场操作和定向央票未涉及到的“死角”，可以较大力

度的抑制特定金融机构的放贷冲动。 

今年 1-11 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33.5% 

根据 19 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公布的数据，今年 1－11 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

48177．1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9．3%，比去年同期增长 33．5%。预计今年全年财政

收入将达到 5.1 万亿元左右，比上年增长 31%左右。2003－2007 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

约 17 万亿元，比上一个五年增加 10 万亿元，年均增长 22%。 

 今年我国财政收入将首次突破 5 万亿元，同时，31%的增速也创下数十年

来最大增幅。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既得益于我国今年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企业

经济效益和居民收入的逐步提高，也得益于下调商品出口退税、上调股票

印花税等宏观调控带来的税收增加。考虑到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仍很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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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时，税收征管不断强化、资源税改革等将使税收机制更趋完善，未

来几年财政收入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5.1 万亿的财政收入，比今年 3 月两会期间通过的 2007 年度预算案净超

收 7000 亿元左右。年底突击花钱或将使市场资金面更为充裕。 

2008 财政政策定调：主攻结构调整、维持物价稳定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 19 日开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说，今后一个时期，财政部将

不断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综合运用税收、预算、国债、贴息、转移支付、政府

采购等多种工具，并注重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协调配合，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和发展方式转变。 

谢旭人表示，要运用财税杠杆，大力支持粮油肉等农产品生产，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

供应，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做好必需商品进口以及储备物资投放等相关财政工作，促

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要密切关注价格上涨对民生的影响，及时落实各项

财政补贴政策，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谢旭人称，今后财政部还将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关税等相关政策措施，抑制高耗

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支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鼓励资源性、节能降耗、关

键零部件等产品进口。实施鼓励节能环保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创新对外投

资与合作方式，促进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 

此外，谢旭人还表示，明年要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中央基本建设

投资重点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生态环保、社会事业领域项目及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 

11 月国房景气指数又创新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 17 日发布的数据，11 月 “国房景气指数”为 106.59，比 10 月份上

升 0.85 点，同比上升 2.67 点，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分类指数为 104.53，比 10 月份上升 0.11 点，同比上升 3.07

点。1-11 月份，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21632 亿元，同比增长 31.8%。 

资金来源分类指数为 107.93，比 10 月份上升 3.03 点，同比上升 4.63 点。1-11 月

份，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为 32043 亿元，增长 40.8%。 

土地开发面积分类指数为 98.04，比 10 月份上升 0.42 点，同比回落 3.49 点。1-11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土地开发面积 2.14 亿平方米，增长 8%。 

房屋施工面积分类指数为 105.54，比 10 月份下降 0.10 点，同比上升 2.78 点。1-11

月份，全国房屋施工面积 21.66 亿平方米，增长 23.0%。 

商品房空置面积分类指数为 111.97，比 10 月份上升 1.26 点，同比上升 6.54 点。截

止到 11 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为 1179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5%。其中，空置

商品住宅 5766 万平方米，下降 14.2%。 

11 月房价涨幅又创历史新高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 20 日联合发布的调查数据，11 月份，全国 70 个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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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0.5%，涨幅比上月提高 1.0 个百分点。 

其中，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2.2%，涨幅比上月高 1.6 个百分点；二手住

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9.3%，涨幅比上月高 0.6 个百分点；非住宅商品房销售价格同

比上涨 6.4%，涨幅比上月低 0.3 个百分点。  

近几个月来，一线城市商品房价格呈现“缩量上涨”态势，从公布的调查数据来看，

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依然涨势不改，同时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幅进一

步扩大，从而带动 11 月份全国房价涨幅再创新高。 

 11 月国房景气指数攀升至两年来的最高点，也是自今年 3 月以来连续第 8

个月环比攀升。从构成国房景气指数的各子项看，土地开发面积分类指数

已连续几个月同比回落或表明今年的紧缩调控对房地产商产生了一定影

响。但资金来源分类指数强劲上升以及 11 月全国住宅空置面积下降表明

市场需求依然充足，未来房地产市场仍存在进一步“过热”的风险。 

 

 

 

 

 

 

 

 

 

 

 

 

 

 

 

 

 

 

 

 



OUR WORD IS OUR BOND 

 

请参阅本报告首页的重要声明。©2006 中汇银版权所有。未经中汇银书面同意，不得抄袭、剪辑和转发本报告。            - 6 - 

第二部分 公开市场操作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概要 

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一览（12 月 17 日~12 月 21 日） 
金额(亿元) 参考收益率(%) 

名称 招标时间 期限 
本周 同比上周 本周 

同比上周

(bp) 

07 央行票据 136 星期二 12-18 1 年 200 50 3.9933 0

正回购 星期二 12-18 7 天 220 80 2.8 30

正回购 星期二 12-18 28 天 450 220 3.3 0

07 央行票据 137 星期四 12-20 3 年 100 20 4.47 0

07 央行票据 138 星期四 12-20 3 个月 280 230 3.4071 0

正回购 星期四 12-20 7 天 220  2.8 30

正回购 星期四 12-20 28 天 390 240 3.3 0

正回购 星期四 12-20 91 天 50  3.4

回笼合计 -- -- 1910 1110     

到期央票 --   430 -990     

到期正回购     360 338     

到期合计 --   790 -805     

净投放 -- -- -1120 -1915 -- --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中汇银研究部 

周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发行 200 亿元一年期央票，220 亿元 7 天正回购，450 亿元

28 天正回购，周四发行 100 亿元三年期央票，280 亿元 3 个月央票，390 亿元 28 天

正回购，220 亿元 7天正回购，50 亿元 91 天正回购。 

本周到期央票 1420 亿元，到期正回购 175 亿元。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资金 795

亿元。 

央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 

近期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资金量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汇银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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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底前无新股发行，本周央行明显加大了回笼流动性的力度。在周四的公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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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中，除进行 28 天正回购外，还进行了 7 天和 91 天的正回购操作，使本周正回购

操作次数达到 5 次，创下了单周正回购操作次数的最高纪录。本周净回笼资金为

1120 亿元，创本季度最大单周净回笼量。 

下周有 680 亿央票、930 亿正回购到期，但考虑到下周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缴款以及

下周四开办特种存款，央行下周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可能较为温柔。本周二、周四央行

均进行了 7 天正回购操作，正是为了缓解存款准备金率缴款以及开办特种存款时市场

利率出现较大幅度波动。 

央票发行利率保持平稳 

近期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品种结构（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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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汇银研究部 

近期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品种利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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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汇银研究部 

本周除 7 天正回购比上周上涨 30bp 达到 2.8%外，其余各期央票和正回购发行利率均

与上周持平。其中，三个月央票发行利率经过连续两周小幅上升后稳定在 3.407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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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一年期与三年期央票连续 4 周保持稳定。随着央行年内第六次加息，下周各期

央票发行利率均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考虑到下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缴款以及央行

开办特种存款，短期资金面较为紧张，央票发行利率上升幅度或将呈现短期上升幅度

大于长期的现象。 

第三部分 货币市场 

本周货币市场概要 

本周，银行间同业拆借成交 705 笔，总计 5517.16 亿元，与上周 2935.20 亿元相

比增加了 87.97%；质押式回购成交 1786 笔，累计 10568.31 亿元，与上周

14878.97 亿元相比减少了 28.97%。本周信用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 1.9573%，与上

周 2.2722%相比下跌了 0.3149 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1403%，与

上周 3.4938%相比下跌了 1.3535 个百分点。在交易品种方面，同业拆借以 IBO001

成交量为最大，所占份额达到 91.84%；债券质押式回购以 R001 品种的成交金额最

大，所占份额达到 72.23%。 

 近期银行间质押式回购交易情况                  近期银行间拆借交易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货币网，中汇银研究部 

 近期银行间质押式 1天、7天回购交易情况       近期银行间同业拆借 1天、7天品种交易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货币网，中汇银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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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BOR 与货币市场利率走势 

                            本周央行明显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全周共回笼资金 1120 亿元，创下第四季

度单周回笼资金量最大记录，但在太平洋保险等多只新股申购资金解冻以及年内无

新股申购的背景下，市场资金面明显宽裕，各期限资金利率小幅下行。周四晚间央

行宣布加息，存贷款利率结构有所变化，同时存贷利差进一步缩窄。加息的时点出

乎市场意料，但由于市场资金充裕，加息并未给市场利率带来冲击。与周四相比，

周五各期限 shibor、回购、拆借利率仅略微上升。 

下周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缴款、周四开办特种存款，将给市场资金面带来冲击。但

考虑到央行本周发行的 440 亿 7 天正回购下周到期以及央行下周可能放松公开市场

操作力度，预计存款准备金率缴款以及特种存款不会对资金面造成过大的影响，年

前市场资金面仍将保持较为充裕的流动性。 

SHIBOR 与 货币市场利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货币网，中汇银研究部 

SHIBOR 与货币市场利率表       

  

 

 

 

 

 

资料来源：中国货币网，中汇银研究部 
 
 
 

    期 限

日期 O/N 1W 2W 1M 3M 6M 9M 1Y 拆借利率 回购利率

12-17 1.9030 3.2059 4.8060 4.3470 4.3473 4.3790 4.4312 4.4927 1.9484 2.2747
12-18 1.8812 2.9164 3.8632 4.2634 4.3548 4.3817 4.4346 4.4965 1.9629 2.1094
12-19 1.8955 2.4268 2.9680 4.0395 4.3520 4.3857 4.4382 4.5019 1.9428 2.1212
12-20 1.8914 2.3875 2.6688 3.7146 4.3574 4.3894 4.4400 4.5087 1.9635 2.1161
12-21 1.8928 2.1818 2.8823 3.5026 4.3890 4.4193 4.4615 4.5321 1.9687 2.0297

一周变化 -0.0102 -1.0241 -1.9237 -0.8444 0.0417 0.0403 0.0303 0.0394 0.0203 -0.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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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债券市场 

债券发行 

本周票据发行情况 
实际发行

量 
票面利率 发行价格 参考收益率

序号 债券名称 

（亿元）

付息方式 

（%） 

期限 

（元） （%） 

  合计 142.2  

1 
2007 年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金融债券 
13 附息式固定利率 5.05 3 年 100

2 
2007 年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20 附息式固定利率 5.9 15 年 100

3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2007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5.5 贴现式 1 年 94.61 5.7127

4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二期短

期融资券 
30 利随本清 4.86 1 年 100

5 
2007 年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5 附息式固定利率 6.1 10 年 100

6 
2007 年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债券 
15 附息式固定利率 6.05 10 年 100

7 
2007 年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第二期短

期融资券 
20 利随本清 4.86 1 年 100

8 
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短期融资券 
3.7 利随本清 7.08 6 个月 100

9 
2007 年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5 利随本清 6.3 9 个月 100

10 
2007 年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5 附息式固定利率 6.05 10 年 100

11 
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7 年

第一期金融债券 
17 附息式固定利率 5.5 5 年 100

12 
2007 年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短期

融资券（第一期） 
3 利随本清 7.3 1 年 100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中汇银研究部 
 

银行间现券交易 

本周，银行间市场现券交易结算 2305 笔，比上周 1784 笔增加 521 笔，交割面额

5865.5724 亿元，比上周 4300.67 亿元增加 1564.9024 亿元。日均结算 461 笔、

1173.11448 亿元。 

本周有 409 只债券发生了结算。各品种交割额分别为：国债 1143.5256 亿元/42 只，

政策性银行债 944.5356 亿元/83 只，央行票据 2882.0976 亿元/52 只，商业银行债

111.53 亿元/17 只，企业债 187.733 亿元/44 只，短期融资券 575.6505 亿元/170

只。 

央票和国债是本周现券交易结算的主体部分，结算量分别占本周现券交易结算量的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2208%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2208%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087%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087%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1258%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1258%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1259%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1259%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085%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085%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086%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086%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1255%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1255%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1256%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1256%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1257%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1257%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084%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084%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2207%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2207%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1254%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chinabond.com.cn/chinabond/zqzs/queryResultSingle.jsp?zqdm=0781254%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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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4%和 19.5%。其次是金融债和短期融资券，分别达到占比 16.1%和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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